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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回访手记

6月 7日，本版刊发了一篇来
自第 78 集团军某旅的报道——
《训练成果以官兵名字命名》，
主要讲的是：面对练兵备战中
遇到的难题，官兵们结合任务
和部队实际，积极开动脑筋，摸
索出各种解决办法。为持续激
发创新活力动力，引导大家岗
位建功、战位立功，该旅将这些
成果以提出者的姓名命名，并
载入旅史。

半年多过去了，这项激励措
施效果如何？他们又取得了哪
些创新成果？部队战斗力建设
有什么新变化？请看本报记者
的回访。

新闻回顾

营连日志

“巧妙运用方位角尺，既能节省时

间，还能降低错误率……”前不久，在陆

军某团某营教练员集训课堂上，列兵张

鹏利用自己在大学期间学到的专业知

识，给战友们讲解图上量算，引来大家交

口称赞。

为啥让一名列兵担任全营的“武教

头”？面对笔者的疑问，某连指挥员刘田

解释道：“这是我营优化教练员集训模式

的一次新尝试。”接着，他讲起自己的一

次经历。

那是新兵下连后的第一个训练日，

连里指定二级上士张亚超负责组训。识

图用图训练中，张亚超拿出自己的“拿手

绝活”，滔滔不绝地向新兵传授经验技

巧。突然，列兵张鹏站起来说：“报告班

长，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太老了，我有更好

的方法！”

“要论图上量算，我可是全团数一

数二的，而且方法都经过实践检验，你

一个新兵还能有什么好方法？”张亚超

反问道。

“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看到老

班长的特长课目受到质疑，在一旁听课

的刘田便提议两个人现场进行一次 PK，

看看谁的方法更好。

出人意料的是，经过比试，张鹏使用

的方法不仅准确率更高，速度也更快。

原来，张鹏入伍前就读于某大学数学系，

掌握了很多图上量算的新方法。

这件事，让刘田对基层人才培养使用

有了新的思考：“兵龄长、资历深，不见得总

是能力强。现在的新兵很多上过大学，经

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对训练问题也有一定

的见解，何不创造条件让他们一显身手？”

于是，在今年教练员集训前，刘田向

营里建议，让专业对口、学历较高的新兵

参与到教练员选拔工作中来，得到了营

党委认可。

“以往集训，教练员都是组训经验丰

富 的 军 士 ，刚 下 连 的 新 兵 能 担 此 重 任

吗？”消息传出，连队不少人存有疑虑。

刘田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耐心引导：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说不定新兵们会

给我们带来惊喜。”

翻开集训选拔方案，看到自己的名

字赫然出现在教练员一栏，张鹏一时不

敢相信。那段时间，为了当好教练员，他

一有时间就照着训练大纲练习，拿着地

图和量算工具研究，积极向教学经验丰

富的班长请教。不到两周，张鹏不仅弄

懂了该课目教学法，还利用自己所学的

知识进行了优化和改进。

选拔当天，迎着战友期待的目光，张

鹏走上讲台。甫一亮相，就以流利的口

才、清晰的逻辑、专业的讲解、规范的演

示，征服了在场听课的老兵。经过一番

激烈的比拼，营主官当场宣布，让几名脱

颖而出的列兵担任本专业教练员。一级

上士付晓华闻讯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

“本领恐慌”：“长江后浪推前浪，咱也不

能吃老本啊。我要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技

能，不断练强打仗本领，在演训一线立起

老兵的好样子。”

列兵当上教练员
■晏子祎

寒冬时节，记者走进第 78 集团军

某旅训练场，一场北部战区陆军组织

的 年 度 军 事 训 练 检 查 考 核 正 在 火 热

进行。

调整后视镜、方向右打满、转弯处

收油……经过一番紧张有序操作，运

输连 15 名战士顺利完成驾驶专业抽

考。没多久，考核结果出炉，这些驾驶

员的成绩均达到“优秀”标准。

走下训练场，看着一个个自信从

容的战士，记者立刻上前与他们攀谈

起来。细问之下，大家笑着说：“我们

使用的驾驶技巧，正是之前登过报纸

的‘路伟倒车法’。”

一旁的运输连干部闫隆基满脸自

豪地向记者介绍，这半年来，“路伟倒

车法”提出者、三级军士长冀路伟全身

心帮带战友，至今已带出 10 多名班长

骨干。在不久前举行的“存瑞杯”军事

比武中，连队战士使用“路伟倒车法”

再创佳绩，一举包揽前三名，其中一人

荣立三等功、两人获嘉奖。

漫 步 营 区 ，记 者 注 意 到 ，该 旅 营

连信息视窗、黑板报等“六小阵地”，

处 处 可 见 冀 路 伟 、刘 建 、孙 天 乐 等 人

的名字，他们摸索出来的训法成果被

专门列入“功勋荣誉”版块置顶显示，

吸引不少官兵驻足观看，显露出羡慕

之情。

“以官兵名字命名训练成果，不是

为了制造什么噱头，而是依靠官兵主

体力量，汇聚官兵智慧力量，破解练兵

备战中遇到的难题。”该旅领导介绍，

在这种方式激励下，一大批官兵自发

组成小组，按照专业领题攻关，展现出

惊人的创新活力，以前一些“不敢碰、

练得少、进展慢”的险难课目，如今也

迎来了“挑战者”，全旅上下研训谋战

的氛围日益浓厚。

在 某 连 五 班 ，战 士 们 讲 起 今 年

第 四 季 度 举 行 的 一 场 直 瞄 射 击 比 武

考 核 。 令 记 者 吃 惊 的 是 ，在 这 次 比

武 考 核 中 打 出“满 堂 彩 ”并 一 举 夺 魁

的 炮 班 ，全 部 由 入 伍 不 到 两 年 的 战

士组成。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记者在瞄准

手于龙身上找到了答案。

于龙是一名大学生士兵，理解能

力强、记忆力好，但直瞄射击技术要求

高 、操 作 难 度 大 ，最 终 能 打 出 什 么 成

绩，他心里也没底。为此，在比武考核

前，该连专门把刘建从兄弟连队请过

来，给于龙“开小灶”，于龙很快掌握了

“刘建修正法”的操作要领。比武考核

当天，于龙快速精准锁定目标，引导火

炮发发命中。“原来‘刘建修正法’这么

管用！”事后，一些此前对“刘建修正

法”不怎么认可的老兵也心服口服，开

始主动学习借鉴。

在该旅训练专修室，记者见到了

刘建。此时的他，正站在自行火炮模

拟系统旁，指导新兵张钰学习自己的

“绝技”。瞄准方位、测定距离、装定参

数，张钰使用“刘建修正法”不断修正

火炮射击诸元，伴随一声轰响，显示屏

上的“敌”装甲目标被摧毁。

这 段 时 间 ，正 值 复 训 补 训“ 黄 金

期”，刘建变得比平时更忙了。他主动

申请担任火炮瞄准专业教练员，将自

己的“独家秘笈”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

轻战友，帮助他们练强专业技能、提升

训练水平。

“ 你 不 怕‘ 教 会 徒 弟 ，饿 死 师 傅 ’

吗？”记者打趣道。

“‘ 刘 建 修 正 法 ’虽 然 以 我 的 名

字 命 名 ，却 属 于 全 旅 官 兵 。 如 果 能

有 更 多 的 战 友 因 此 受 益 成 为 骨 干 人

才 ，甚 至 超 过 我 ，这 不 是 比 修 正 法 本

身 更 有 价 值 、更 有 意 义 吗 ？”刘 建 平

静地回答。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官兵

中来，到官兵中去。回访中，记者明显

感到，虽然这半年来，还没有新命名的

训练成果，但官兵们为之奋斗进取的

劲头始终未减——

修理技师修文海自制降温工具，

某型装弹车发动机故障大幅减少；火

炮技师剧燕伟研制检测套装，解决了

某 型 火 炮 箱 体 电 气 信 号 测 量 不 便 问

题，提升了火炮发射效率……在该旅，

类似这样的创新探索还有不少，有的

处于攻关阶段，有的渐成雏形，有的已

接近尾声，只待实战的检验。

前段时间，该旅组织开展了“军事

训练大家谈”活动。活动中，官兵们讨

论热烈，脑洞大开，提出了很多有助于

提升战斗力的“金点子”。该旅一位领

导表示，在这些“金点子”中，有好几个

具备成为实用训法的潜质。

“从‘ 想 法 ’到‘ 做 法 ’，不 是 一 蹴

而就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位领

导 介 绍 ，今 年 以 来 ，他 们 努 力 做 好 训

练成果命名的“下篇文章”，将创新成

果与“双争”评比挂钩，研究出台量化

评估方法，树立起“人人都可创新、人

人 勇 于 创 新 、人 人 共 享 创 新 ”的 鲜 明

导 向 ；同 时 ，健 全 鼓 励 创 新 的 制 度 机

制 ，依 据 有 关 规 定 下 拨 专 项 资 金 ，支

持基层探索实践，努力把官兵们提出

的一个个创新“金点子”，变成一把把

解难“金钥匙”。

“军事领域是最具创新活力的领

域，任何墨守成规、坐等观望，无异于

作茧自缚。”这位领导表示，现在的官

兵学历越来越高、思想越来越活，要把

他们的聪明才智充分挖掘出来，把他

们的敢拼敢闯精神完全激发出来，推

动战斗力建设更上一层楼。

把创新“金点子”变成解难“金钥匙”
■本报记者 冯 升 刘 敏 通讯员 李旭阳

寒冬时节，第

78 集团军某旅组

织开展雪地驾驶

训练，锤炼官兵作

战技能。

张彦君摄

在基层部队实践中，官兵自己动

手革新创造的事例数不胜数。第 78 集

团军某旅用官兵姓名命名训练成果的

举措，突出个人贡献、尊重官兵付出、

注重实用导向、更具激励效果，让编者

眼前一亮。

虽然说，按照人们习惯的定义和

标准，该旅的一些训练成果可能算不

上发明创造，但从实际效果看，对解决

部队训练难题、推动战斗力建设却起

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而且，比起某

一项具体创新成果，借此营造“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氛围，激发人人思战

谋战的热情，更显难能可贵。

基层官兵的智慧是无穷的。放眼

我军历史，如“近快战法”“郭兴福教学

法”等，无不是发轫于基层进而影响全

军。进入新时代，我军基层创新活力

充分释放，不断掀起岗位练兵、科技练

兵热潮。比如，某信息通信基地成立

“高玉华工作室”，先后孵化出 20 多种

专用器械、10 余种故障排查法，培养专

业技术骨干 500 余名；第 74 集团军某

旅成立“潘荣华工作室”，多项革新成

果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第 77 集团军某

旅成立“创客办公室”，已推动 60 余项

革新成果落地见效；第 80 集团军某旅

定期举办“军匠工程”创新成果展，评

选“军匠之星”，燃旺官兵心中的创新

之火……

从这些典型案例可以看出，作为

武器装备的使用者、战法训法的实践

者，基层官兵对部队练兵备战的现实

需求、短板弱项最有发言权。装备操

作是否快捷流畅、训练流程是否科学

合理，他们感受最真切、评价最客观，

提出的解决办法往往更接地气、更实

在管用。

但在现实中，个别领导干部出于

安全考虑，有的故意压制官兵的新想

法好创意，生怕“闹出什么乱子来”；有

的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将一些新

技术新方法拒之门外，不求有功，但求

无过；有的认为训练创新是作训部门

和科研部门的事，基层官兵知识水平

和动手能力有限，不能“乱作为”……

这些思想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基层创新的热情动力。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战争在下一

秒打响”的可能性正在增加，战争形态

呈现新的变化。同时，新装备列装部

队的速度越来越快、型号越来越多、科

技含量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我们加快

更新训练理念，改进训练方法，提升能

力素质，把创新活力转化为创新能力，

不断累积胜势。

创 新 的 基 础 在 基 层 、活 力 在 基

层。今年 6 月，全军基础训练现场会召

开，强调要“加快组训模式创新，推进

基础训练转型升级，为实现建军一百

年奋斗目标打牢战斗力根基”。这半

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各级深入学习

贯彻会议精神，在深化探索新时代基

础训练方式，推开专长化任教、集约化

组 训 、模 拟 化 训 练 、标 准 化 考 核 等 方

面，探索出不少方法路子，其中一个鲜

明的特点，就是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

位和首创精神。

现 在 ，青 年 官 兵 学 历 水 平 越 来

越 高 ，知 识 结 构 更 加 完 善 ，他 们 渴 望

在 军 营 建 功 立 业 ，干 出 一 番 名 堂 来 ，

实 现 人 生 的 抱 负 。 越 是 在 这 个 时

候 ，各 级 越 要 为 他 们 厚 植 创 新 土 壤 、

搭 建 创 新 平 台 、提 供 创 新 机 会 ，让 每

一 个 聪 明 的 大 脑 、每 一 双 勤 劳 的 手 、

每 一 颗 火 热 的 心 ，都 各 得 其 所 、发 光

发 热 。 在 此 过 程 中 ，要 用 信 任 、欣

赏 、发 展 的 眼 光 看 待 基 层 官 兵 、看 待

他 们 的 探 索 ，并 允 许 他 们 试 错 ，帮 助

他们纠错。

有人说：“创造新陆地的，不是那

滚 滚 的 波 浪 ，却 是 它 底 下 细 小 的 泥

沙。”基层官兵的创新创造，就是“细

小 的 泥 沙 ”。 海 不 择 细 流 ，故 能 成 其

大 ；山 不 拒 细 壤 ，方 能 就 其 高 。 愿 我

们 的 军 营 ，不 断 汇 聚 创 新 的“ 细 流 ”

和“细壤”，涵养源头活水，催开创新

之花。

涵养源头活水 催开创新之花
■冯 升

“上报机关的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

解决了！”前不久，空军某部防空分队炊

事挂车的副食锅损坏，司务长当即向机

关作了汇报。第二天一大早，维修人员

便搭乘“流动服务车”来到各分队任务点

位，提供上门服务。

“设立‘流动服务车’的灵感，来源于

之前的定点服务站。”该部组织科科长向

记者介绍，随着战训任务相继展开，部队

分散于不同点位，办公楼前的服务站只

能为营区留守人员提供相关服务，其他

点位官兵则难以顾及。为更好服务官

兵，该部党委专门组织机关业务部门，梳

理汇总问题，研究解决方法，决定增开

“流动服务车”，根据部队点位分布情况

制订工作计划，明确每周集中两天时间

上门解难。为提高工作效率，他们规范

了办事流程，便于官兵按照所办事项提

前准备有关材料。

“‘流动服务车’投入运营后，办理业

务确实方便了许多，但遇到急事、难事还

是不能第一时间解决。”然而，过了不到

一个月，就有官兵向机关反映了新问题。

原来，前不久，二级上士张雄健不慎

折坏军士证。那天“流动服务车”到来

后，他被告知补办证件相关科室无人前

来。经询问得知，每周搭乘“流动服务

车”的机关科室并不固定。

“为兵解难，要多想一步。”机关基

层双向讲评会上，该部领导当场要求机

关有关部门对开展“流动服务”进行细

化：不能当天集中办理的业务，应提前

公示，让官兵心里有数；能够现场解决

的问题马上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及时

反馈给机关人员；有关科室抓紧研究解

决对策，明确时间节点，并将有关情况

通报给基层……

近 期 ，为 方 便 官 兵 办 理 军 人 保 障

卡补换卡、信息变更等业务，该部制作

下 发 军 人 保 障 卡 知 识 宣 传 册 ，汇 总 官

兵需求，并与驻地银行沟通对接，在确

保 安 全 保 密 的 前 提 下 ，邀 请 银 行 工 作

人 员 同 乘“ 流 动 服 务 车 ”，到 各 点 位 现

场办公。

“小车厢”送来融融暖意。据统计，

入冬以来，该部先后为 80 多名官兵排忧

解难。官兵们训练热情持续高涨，出色

完成了多项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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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退伍季”，新疆军区某部两名老兵背上行囊，告别喀喇昆仑。

周凯威摄


